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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东  

    位于新德里艺术中心地带的“卡塔克钱德拉”，
是一所著名的专门传授卡塔克古典舞派的舞蹈学院。
“钱德拉”一词，在印地语里，有“中心”、“学
院”的含义，指的是一种专门教授某类艺术形式的带
有“活动中心”性质的教学机构。因此，我们一般也
就把它直接称为“卡塔克舞蹈学院”，意即学习卡塔
克古典舞派的专门地方。  

    “卡塔克舞蹈学院”是印度社会实施舞蹈教育的
一个缩影，类似的机构色遍布在印度各地，或多或少
地走着同样的路子。体现在这些教育机构中的现代化
色彩并不突出，在印度的各派古典舞的专业教学中，
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古老的传统教育模式，即“父
传子”、“师父传徒弟”。尽管校舍先进了、教室更
新了，但体现在教学模式本身上的变化，却并不是很
明显。  

    印度有着非常悠久的舞蹈教育传统，从舞蹈形成
的那一天起，舞蹈艺术便是在教与学的互动中传衍下
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舞蹈的香火之所以多少年
来一直十分旺盛，舞蹈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印度古代社会，舞蹈教育是在神庙中实施的。那时候
的舞蹈教育和舞蹈艺术本身一样，被罩上了一层非常
浓郁的宗教色彩，是整个宗教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一个孩子被选入到神庙中开始学习某派舞蹈，他
便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舞蹈教育过程。他的师父（在印
地语中称为“古路”）便从此成了他的“父亲”，对
他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牢固的师徒关系，紧
紧地维系着舞蹈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在印度社会中发
挥着独特的作用。对于这点，如果我们了解中国解放
前传统戏曲的教育模式，或可以理解得更为准确一
些。  

    独特的传统教育模式，为印度舞蹈艺术的发展做
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印度，没有国家支持的专门舞蹈
团。舞蹈的发展全都依赖这些大大小小的舞蹈教育机
构，而舞蹈的活动也主要发生在这些机构中间。在印
度没有专门的舞者，因为单靠表演是无法生存的。任
何一个舞蹈家都充当着教师的社会职责，从她于某教
育机构毕业的那一天开始，她便自动成为一名舞蹈教
师。因此，在印度，舞蹈表演和舞蹈教育不是截然分
开的两个职业，没有不教学生的舞蹈表演艺术家，也
没有不表演的舞蹈教师。  

    因此，在这样一种传统教育模式的作用下，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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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蹈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现代教育的内涵及其外延，
仍是以培养跳某个舞派的专门人才为出发点的。在这
样的教育机构里，传统的方式仍是主要的运作方式，
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这类西方教育模式中最基础的
元素在印度的舞蹈学校中闻所未闻。教学本身仍是按
传统的口传身授式的方法进行。学生进入某个学院，
主要就是为了修习某派古典舞而来的，在这里，她只
需学习这派古典舞就够了，不用为她安排其他舞派的
课程，也不必安排文化课。这一派的舞蹈和音乐，是
她学习的全部内容。  

    本文开篇提到的“卡塔克舞蹈学院”，就是这样
一所以传播和发展卡塔克舞派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它
是一所在印度最重要、最著名的学习卡塔克的学院，
大凡在这里毕业的学生，都会被点石成金了似地成为
印度卡塔克古典舞派中的佼佼者。这是因为，这个学
院集中了印度卡塔克舞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中国的张
均、刘友兰、赵世中、金姗姗等人均在这里学习过。  

    在“卡塔克舞蹈学院”，可以学习卡塔克舞的两
大流派：“斋普尔派”和“勒克瑙派”。两大派的顶
尖人物，都是这个学院的挂牌授课老师，如目前印度
社会中最伟大的卡塔克舞蹈家马哈拉吉等。卡塔克的
两大派原是同源的，当年跳这种舞的两个兄弟一个去
了斋普尔，一个去了勒克瑙，他们一个比较长于表
演，一个较重视技巧，后来便形成了各有侧重的两大
派。今天，像马哈拉吉这样的伟大人物，正试图再次
把两派的精华全面吸收，从而合二为一。  

    在印度，一般没有政府支持舞蹈团的情况，政府
同样也不支持任何专门的舞蹈教育机构。但“卡塔克
舞蹈学院”比较特殊，它可以获得一部分政府的资
助，但它主要还是靠各种社会和私人的赞助、学费和
组织一些高规格的演出等来筹措资金，因此，这个学
院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而大量的其他舞蹈学院就没
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大多靠私人的资助为主。我曾留
学过的“印度艺术钱德拉”，就是一所私人教育机
构，它附着在一个很大的家族企业之上。类似的情况
是印度舞蹈教育的主流现象。所以，在印度，没有类
似北京舞蹈学院那样庞大的舞蹈教育机构。在这样一
些小型学校中，行政人员不多，往往是一个校长带一
个秘书就把一个学校管理起来了。专业教师也不多，
在“印度艺术钱德拉”里，一共向学生提供四派古典
舞的课程，而每个舞派只设一名教师，从低班到高班
全仰仗一位教员来传授。来学习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入
学的门槛，热爱舞蹈同时能交学费，就可以进入学校
学习。随时来，随时走，有些像短训班，虽然也有严
格的学期注册，但整个过程以现代教育眼光来观察并
不是非常严谨。  

    也就是说，印度的舞蹈教育并没有步入我们所谓
的现代化教育方式中。综合大学中并没有把舞蹈教育
纳入到自己的教育范围中，这和中国眼下的所有综合
大学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专业舞蹈教育实在是有天壤
之别。  

    固守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实有深层的原因，这主
要受制于印度舞蹈自身的专业特征。在印度，学习任



何一种古典舞形式，都需用大概１０年的时间，它是
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需要慢慢磨、渐渐熏，是绝
不可能速成的。因此，这种方式本身就决定了如此的
教育模式。此外，传统的影响和做法也根深蒂固，而
且印度社会本身没有强烈的变革传统的需要和共识，
社会上普遍的价值观仍是以传统为傲、以民族为豪，
这也多少影响了印度的舞蹈教育事业进入现代化的门
槛。  

    无论是否具有现代化色彩，印度的舞蹈事业在其
独特的舞蹈教育的辅佐下不断地延续着、发展着，这
是不容置疑的一点，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我们不能仅
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视角去对另一个教育体
系做评判。更何况，多元的教育背景和手段本身，都
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道风景，也是我们希冀这个世
界所能提供和所能容纳的。因此，印度的舞蹈教育经
验，同样不失为让我们扩大国际认知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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